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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根据中日韩三国贸易的实际情况
,

把影响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主要因素确定为经济规模
、

人

口
、

运输距离
、

制度安排等变量
,

并且进行回归分析
,

结果显示
,

制度安排对各国贸易的影响是均显著的
。

因此 中日韩三 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将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增长
。

关键词
:

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
;

引力模型
;

区域内贸易
;

中图分类号
: F7 4 4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 0 0 2 一 5 7 6 6 (2 0 0 8 ) 1 6 一 0 0 6 8 一 0 5

东北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

其中中日韩三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核心
,

也是思想

文化意识的核心
。

20 世纪 90 年代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

但其发展速度仍然没有受到阻挠
,

中日韩三国

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经济增长率
。

中日韩三国在整个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一旦建成中日韩三国经济

合作体
,

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区域性经济组织
。

不过
,

作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20 % 的中日韩三国
,

却一直

没有形成任何制度性合作安排
,

这与中日韩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

也不利于三国之间的经

济合作与发展
。

因此
,

随着形势的发展
,

中日韩经济合作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

如何以理性与智慧消除

阻碍因素
,

探寻符合三国长远利益
、

实现
“

多赢
”

的具体途径
,

是今后三国共同的任务
。

一
、

引力棋型的设立

引力模型作为国际贸易研究中分析双边贸易流量的模型
,

从牛顿的万有定律中演化而来
。

由Ti n be rge n

(1 9 62) 和 Po yh o n e n (1963 )分别引用到国际贸易领域
,

用以对世界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规模问题进行研

究
,

说明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距离对两国双边贸易量的关系
。

Lmn
e m a n n (19 66) 增加了人口变量来反

映规模经济
,

Ai tke n( 1973 )
,

b ra da & Men d ez (1986 )又引入了虚拟变量进一步完善了该模型在分析和检验

贸易伙伴国之间贸易现象
。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

几 一 A (矶今刃万

其中
,

几是双边贸易额
;

矶是国家 j的 G D P ;

芍是国家j的 G D P ;

马是国家 j和国家j的距离
; A 是

比例常数
。

H e lp m a n (19 8 7) 发展了 A n d e rs o n (19 7 9)
、

K ru g m a n & H e lp m a n (19 8 5 )所提出的垄断竞争条件下

发达国家之间有关产品多样性的产业内贸易的模型
,

D ea rd o对f(1995 ) 基于 H ec k sc h er 一 Ohi in 所提出的

自然察赋决定比较优势条件下的有关非竞争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

H el p m a n & D ea rd or ff 的研究考察了

产品的互补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

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也成为决定双边贸易量的重要因素
。

贸易引力模型相

应地建立为以下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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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几
一 “ + 乃 ;Ln 娇耳 + 刀 :

峨 (Y乙阅,
·

(Y卿刀
+ 乃3几马 + 乃 ; (T助jj + ￡ 。

其中
,

: elij 一 E [(尺eA夯
X 尺。岛)]

/
(w 勺助

表示贸易互补性指数 (T ra d e C o m ple m e n ta ry In de x
,

T CI)
。

这里显阻匕较优势为 RC蜡
一 (戈今习 /( w勺助

; 显性比较劣势为尺CA磊
一 (戈勺xj )/ (w 长网

。

其中
,

X 为出口
;
M 为进 口 ; W 为世界

; 几j分别代表两个国家
; k 代表产品分类

。

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
,

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大
。

相反
,

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类

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不能对应时
,

两国间的互补性指数就小
。

Fra n k el (19 9 7 ) 强调了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具有陆地相连性等地理运输的便利条件
; G ar m a n (19 9 9 )

、

W all (199 9) & T a
血ris a (1 99 9) 则考虑了经济一体化

、

贸易保护
、

贸易管制等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

响
; S eo tt & Jeffrey (2 0 0 4 ) 在 Fr an k e l (19 9 7 ) 的模型基础上使用一般均衡模型 (C G E )

,

解释 FT A 净

效用 (或损失 ) 和相应运输成本
,

国民产出和要素察赋比例之间的关系
,

再用 p ro bi t模型进行验证
,

得到

如下的结论
:

属于以下情况时
,

潜在的福利收益和两国间 FT A 的可能性会增加
:

(l) 贸易两国相隔的距离

越近
;
(2) 一对自然贸易伙伴离世界其他国家越远

;
(3) 经济上 (即真实 G D P) 两国规模越大

,

越相似
,

且形成差异性产品的规模经济
;
(4) 两国形成传统比较优势 (即赫克歇尔 一俄林贸易)

,

两国间的资本劳动

比率的差异越大
;
(5 ) 成员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

,

资本劳动察赋比率的差异越小
,

从而减少产业间贸易

转移
。

So
hn 的模型包含了上述重要变量

,

把模型建立为
:

L n

几 一 a + 口 , L。YI Yj + 口 : Ln [(Y护)、
·

(”甲)户+ 乃3L n

马 + 乃 ; (T C刀。 + 乃5(APE C )。 + 石 。

式中
,

APE 鸟指贸易伙伴是否为某一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
,

衡量制度安排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

根据中日韩三国贸易的实际情况
,

结合研究数据的可得性
,

本文认为
,

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主要受到各

国的经济规模
、

人 口
、

运输距离
、

制度安排等因素的影响
,

即
:

几
一 式矶

,

岭
,

Pi
,

弓
,

马
,

APE 乌
,

NEA 沪一 A
·

(Yi 岭)
”

·

(明)
‘

·

玛
·

。 “ ‘PE C
·

。’

NEA

其中
,

a = Ln A
,

A PE C和 N EA 分别代表贸易双方是否为 APEC 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
。

一般来讲
,

空

间距离会与两国贸易额具有负相关关系
。

这是因为距离越远
,

会增加贸易品的运输成本
,

使贸易规模萎缩
。

而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影响双方对产品的需求
。

因此
,

经济规模越大
,

使贸易额也随之增加
。

贸易制度安

排则降低交易费用
,

使双边贸易规模扩大
。

二
、

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200 5 年中日韩三国的 180 个贸易伙伴国作为样本 (中国的贸易伙伴为 181 个 )
,

基本涵盖了

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贸易伙伴国或地区
。

各国人口规模数据和各国的 G D P数据来自最新公布的 《2 006 世界

发展指标》¹
,

至于两国之间的距离
,

不同的研究采用的变量不同
。

B re gs tra n d ( 19 8 9 ) 采用了两国经济中

心的实际公里数
,

也有人用运输成本代表距离
。

本文则把国家首都作为经济中
』

臼
,

以首都之间距离作为两

国之间的距离
。

三
、

参数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观察制度安排对 3国贸易的影响
,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
。

所以
,

先不考虑 A PE C和 N EA
。

第一个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1中的 ( 1 )
。

如表 1所示
,

除了中国模型的人 口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
,

各模型

中其他变量均通过检验
。

经济总量影响最大的是 日本
,

之后是韩国和中国
。

距离的影响大小顺序为 日本
、

韩

国
、

中国
。

¹ 由于阿富汗的最新数据空缺
,

2。。5年阿富汗人 口 以近似值替代
;

伊拉克人 口数据来自外交部
;

缅甸数据根据世

界经济前景数据库的人均收入与人 口换算而得
。

根据官方公布
,

我国澳门G D尸为 925 9 亿澳门元
,

按照 } 8
.

0 06 的汇

率折算成美元
。



表 1 中国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1))) (2 ))) (3 )))

OOOOO 0
.

68 999
一 0

.

88 444 一 3
.

540 * * ***

BBBBB ( 1
.

83 9 ))) ( 1
.

95 2 ))) (1
.

03 5 )))

YYYYY 0
.

89 0* * *** 0
.

83 9* * *** 0
.

82 4* * ***

几几几 (0
.

05 2 ))) (0
.

05 4 ))) (0
.

05 4 )))

ppppp 0
.

08222 0
.

107*** 0
.

126 * ***

PPPPP (0
.

063 ))) (0
.

06 3 ))) (0
.

06 3 )))

AAAd ju s t e d R ,, 一0
.

5 18* * *** 一 0
.

28 111 0
.

62 1 * ***

FFFFF (0
.

155 ))) (0
.

175 ))) (0
.

3 16 )))

DDDWWW 0
.

80 666 0
.

542 *** 1
.

7 69* * ***

2222250
.

38 555 (0
.

3 18 ))) (0
.

60 5 )))

11111
.

97999 1 305 *** 0 8 1111

(((((((0
.

66 9 ))) 19 4
.

11222

0000000
.

8 1333 1
.

95 888

11111115 7
.

1855555

1111111
.

99 33333

注
:

¹括号里的数据为标准差 ; º
* 、

** 和 * * * 表示估计量在 90 %
、

95 % 和 99 % 的水平上均显著
。

在第二个回归模型中
,

增加了制度变量
,

3 国模型的拟合优度全部得到提高
。

其中日本模型尤为明显
。

而且 3 国距离的系数绝对值全都变小
,

说明东北亚地区各国制度安排对 3 国的对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

如

表 l所示
,

中国的模型中Ln D 的 t统计量较小
,

无法严格通过 t检验
,

但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这

说明中国贸易与地理空间不相关
。

日本模型和韩国模型中N E A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这因为中日韩之间尚

未签订 FT A
,

两国模型中 N EA 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是必然的
。

根据第二次回归结果
,

将中国的 L n D 和 日本
、

韩国模型中的 N E A 变量剔除
,

最终得到如 (3) 的回归

结果
。

剔除变量后
,

回归结果得到显著改善
,

所有变量均通过检验
。

表 2 日本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 1 ))) ( 2 ))) ( 3)))

OOOOO 6
.

8 34* * *** 5
.

443* *** 5
.

0489 * ***

日日日 ( 2
.

333))) ( 2
.

5 09 ))) ( 2
.

310 )))

YYYYY 1
.

149 * * *** 1
.

0 93* * *** 1
.

089 * * ***

qqqqq ( 0
.

06 3))) ( 0
.

0 65 ))) ( 0
.

06 4 )))

ppppp 一0
.

297 * * *** 一 0
.

30 7 * * *** 一0
.

304 * * ***

PPPPP ( 0
.

07 6 ))) ( 0
.

0 74 ))) ( 0
.

07 4 )))

AAAdju s t e d R ,, 一 1
.

170* * *** 一 0
.

86 2* * *** 一0
.

8 14林***

FFFFF ( 0
.

219 ))) ( 0
.

2 6 1))) ( 0
.

233)))

DDDWWW 0 75999 1
.

4 53* 林林 1
.

434 * * ***

1111188
.

63999 ( 0
.

40 1))) ( 0
.

398 )))

22222
.

07 666 一0
.

32444 0
.

77 444

((((((( 0
.

7 92 ))) 154
.

39222

0000000
.

7 7333 2
.

02888

111111122
.

96 00000

2222222
.

0 299999

注
:

¹括号里的数据为标准差
;
º

* 、
。 ,

和
。 * *
表示估计量在 90 %

、

95 % 和 99 % 的水平上均显著
。

从统计结果的计量意义看
,

以 G D P
、

人 口规模
、

A PE C
、

N EA 等解释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可以很好地

解释中国和绝大多数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情况
。

从回归结果可以判断
,

方程的拟合优度尚可
,

方程的 F检

验值的显著性水平很高
, t检验值表明所有变量都满足 5% 的显著性水平

,

包括常数项的各变量的显著性检

验也很成功
,

而且通过 D W 值可知方程不存在自相关
。

对于 日本和韩国而言
,

G D P
、

空间距离
、

人 口规模
、

A PE C 等变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解释 日韩两国各自双边贸易的情况时
,

所有变量均通过了各项检验
。



表 3 韩国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 l )

}
(2 )

2
,

47 4

( 2
.

48 4 )

1
.

0 79 * * *

( 0
.

0 7 3 )

一 0
.

153 *

( 0 0 88 )

一0
.

69 8* * *

(0
.

2 1 9 )

2
,

68 0

(2 7 12 )

1
.

0 63 * * *

( 0
.

075 )

一 0
.

16 5 *

(0
.

0 89 )

( 3 )

1
.

9 26

(2
.

494 )

1 0 53 承* *

( 0
.

074 )

一 0
.

1 56 *

(0
.

08 7 )

一 0 574 * *

(0
.

2 30 )

0
.

7 4 4 *

(0
.

4 4 8 )

Ad ju s t e d R ,

F

0
.

7 098 23

14 6
.

95 51

一 0
.

66 1 * *

( 0
.

260 )

0
.

79 6 *

( 0
.

454 )

一0
.

6 8 1

(0
.

9 55 )

0
.

7 12

89
.

4 6 1

1
.

8 9 1

1 1 2
.

0 1 4

1
.

88 65 1 5

注
:

¹括号里的数据为标准差 ; º
* 、 * *

和
, * ,

表示估计童在 90 %
、

95 % 和 99 % 的水平上均显著
。

从统计结果的经济意义看
,

区域制度安排对中国的贸易有显著影响
,

这表明中国同 APE C 国家
,

特别

是与东北亚地区 日本和韩国的双边贸易占有重要地位
,

这一结果也与事实相符
。

另外
,

正如引力模型所示
,

G D P和人口对双边贸易有正的影响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中国同其他贸易伙伴国的 G D P乘积对数每

增加 l%
,

中国对该国贸易额的对数将增加 0
.

824 个百分点 ; 双方人 口乘积的对数每增加 l%
,

中国对该国

出口额的对数将增加 0
.

126 个百分点
。

对于 日本而言
,

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最大的因素同样为制度变量
,

其

次是经济规模
。

空间距离和人 口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显示为负效应
,

其中空间距离的影响更大
。

对于韩

国而言
,

经济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最为显著
,

其次才是制度变量
。

与日本情况相似
,

韩国对外贸易中
,

空

间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大于人口因素
。

四
、

结论

贸易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的定量分析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尤其是对于一国的双边贸易额的实证检验

和政策分析方面更加广为应用
。

从上文对中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来看
,

G D P
、

制度安排(A PE C

和 N EA )对中国双边贸易影响的作用十分显著
,

它们是影响中国双边贸易额的主要因素
。

对模型进行深入

分析
,

可以进一步得出贸易引力模型对中日韩三国各自双边贸易的政策含义
。

1
、

制度安排对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

对于中国
,

决定与各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的最主要因素是制度安排
。

制度安排对中国的作用要远大

于它对 日本和韩国的作用
。

即便是组织较松散的 APE C
,

也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

虚拟变量 N E A

和 A PE C 的显著性表明
,

无论从贸易流量还是贸易流向来看
,

中国和 A PE C成员间 (其中当然包括东北亚

地区的 日本和韩国 ) 的双边贸易都占主导地位
。

20 05 年
,

中国最大的 30 个出口地区中有 14 个 APE C 成员
,

占A PE C总成员数的60 % ;
最大的 5个出口地区中有 4个是 APE C成员

。

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国的双

边贸易主要是与 APE C 成员之间的贸易
;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外贸的积极影响

。

这

一点足以说明中日韩 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
。

2
、

空间距离是影响 日本和韩国两国各自的双边贸易的重要变量

日本
、

韩国模型的距离因素比较明显表明两国经济发达
,

与周边国家产业互补性强
,

当产品在远近两

地都有市场的时候
,

必然要考虑交易成本
。

空间距离的作用有力地补充和发展了新古典贸易理论
,

证明了

新贸易理论开始强调的交易成本
。

相比之下
,

中国模型中距离并不十分显著
,

原因是中国与 日本等发达国



家相比仍然是经济小国
,

而且与周边多数国家的产业界结构趋同性大干互补性
,

所以
,

只能舍近求远进行

贸易
,

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不经济的一面
。

3
、

人口因素对不同国家的作用不同

对于人口因素对一国的国际贸易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这一问题
,

不同学者的实证检验得出不同的

结论
。

这说明人 口因素对贸易具有双重作用
:

一方面
,

人口增加
,

国内分工深化
,

减少国际贸易
; 另一方

面
,

人口增加会创造需求
,

增加国际贸易
。

模型显示
,

在中国
,

人 口因素对国际贸易产生正效应
,

体现了

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推动的出口格局
。

而在日本和韩国
,

人口对国际贸易的

效应为负
,

表明了两国较发达的国内分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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